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家住小汤山镇某社区的赵

女士来到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咨
询。 8月初的一天下午， 赵女
士饭后在小区楼下散步， 看到
附近一家养生馆发放夏季火疗
传单。 她因为吹空调受凉便有
些心动， 决定试一试。 但在火
疗过程中， 却被烫伤。 店主高
女士开车将赵女士送到医院 ，
经检查烫伤面积不大， 经过治
疗， 赵女士回到家中。 赵女士
回家后， 越想越生气， 难道自
己就得不到任何赔偿吗？

法律分析：
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

告诉赵女士：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一
条规定： “消费者因购买、 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
身、 财产损害的， 享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九条
规定中也已明确 “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 造成消费者或
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应
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 ，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 赵女士在养生馆内因接
受店内服务时受到人身损害，
可向养生馆的负责人要求赔偿
因此产生的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误工费等， 赔偿的金
额应以实际产生的为准。

最终养生馆店主同意赔偿
赵女士医药费 、 误工费等共

2000元。
夏季养生， 很多市民都青

睐艾灸、 拔火罐。 法律援助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群众 ， 拔火
罐、 针灸、 中医推拿等项目都
属于中医治疗项目。 消费者想
通过中医手段治疗， 最好到正
规的医疗机构， 避免不必要的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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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截至6月底，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结劳动争议案件887件。 其中， 因用工不规
范而导致企业败诉的案件占四成。 那么， 员工在遭遇此类案件时该怎么办———

“尽管 《劳动合同法》 已实
施多年， 但从我院管辖调整后近
三年的案件审理情况看， 劳动争
议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 每年均
保持在1800件左右。 其中， 企业
完全败诉或部分败诉案件近七
成。” 近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的法官向本报记者介绍
说， 仅2017年上半年， 在市一中
院审结的887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因用工不规范而导致企业败诉的
案件358件， 占全部劳动争议案
件的40.4％。

同时， 法官还以近期发生的
劳动争议案件为例， 向记者介绍
了当企业不给职工缴纳社保、 不
肯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
同、 无故给员工调岗降薪时员工
该如何维权等问题 。 该法官指
出， 以下案例及其做法可供员工
借鉴。

用工不签合同应支付二
倍工资差额

张某于2013年10月1日入职
某饮料公司并担任送货司机， 并
工作至2014年8月31日。 离职后，
张某诉至法院， 要求饮料公司向
其支付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8
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 饮料公司则辩称张某
入职后， 公司曾多次要求其提交
身份证复印件、 劳动就业转移登
记证等证件以便签订劳动合同、
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但张某均不
实际履行， 反复拖延， 故未订立
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在公司。

法院认为， 张某在饮料公司
工作期间， 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
合同， 且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
证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
张某， 故判决饮料公司支付张某
未订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20347元。

法律解析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后， 应当及时与其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如未能履行上述法
定义务， 则需向劳动者支付未订
立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自用
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经用人单位
书面通知后， 劳动者不与用人单
位订立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
当 书 面 通 知 劳 动 者 终 止 劳 动
关系。

本案中， 饮料公司虽主张双
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张
某， 但既未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
证明， 亦未及时终止与张某的劳
动关系， 故应承担支付未订立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责任。

单位无法定事由终止第
二次合同无效

2011年11月28日， 李某入职
某技术工程公司， 双方签订两次
劳动合同， 期限分别是2011年11
月28日至2012年11月28日、 2012
年11月29日至2015年11月29日。

2015年10月16日， 该技术工
程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向李某送达
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后李某
诉至法院， 要求撤销终止劳动合

同通知书， 确认双方存在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法院认为， 李某与技术工程
公司已经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依照法律规定， 公司
理应与李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但公司在第二份劳动合同
到期时单方与李某终止劳动合
同， 不符合法律规定， 故判决撤
销技术工程公司作出的终止劳动
合同通知书， 确认该技术工程公
司与李某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关系。

法律解析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明

确规定了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情形， 在劳动者符合该
条规定的条件时， 用人单位应及
时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用人单
位在第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
将到期时， 无法定事由不得单方
终止劳动合同， 除非劳动者提出
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否则必
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本
案中的技术工程公司在第二次劳
动合同即将到期时单方终止劳动
合同， 违反了法律规定。

出勤表没有员工签名法
院不予采信

张某于2012年10月入职某科
技公司担任副总裁， 直至2016年
1月21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后
张某诉至法院， 要求公司向其支
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月21
日期间的工资差额。 公司辩称张
某正常工作至2015年11月25日 ，
并提交了考勤记录， 张某对考勤
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法院认为， 科技公司所提交
的考勤记录虽载明2015年11月25
日至2016年1月25日考勤状态为
未签到， 但该考勤记录未见有张
某签字确认， 张某对考勤记录的
真实性不予认可， 故采信张某之
主张确认其正常工作至2016年1
月21日， 判决公司支付张某上述
期间的工资差额49872.8元。

法律解析
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应

对劳动者的工资标准、 出勤情况
等承担举证责任。 如用人单位未
能 提 供 证 据 或 证 据 不 足 以 证
明 其 事实主张的 ， 则须承担不
利的后果。

本案中， 科技公司所提交的
考勤记录上没有劳动者的签字确
认， 在劳动者不予认可时， 考勤
记录就无法证明劳动者的出勤情
况， 法院进而采信劳动者的主张
确认工作时间。

即使员工自愿放弃社保
单位也须缴纳

闫某于2015年12月9日入职
某服务公司， 工作至2016年6月
16日， 服务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 2016年1月1日至6月11日
期间闫某到医院就医花费的医疗
费全为自费， 其中符合医疗保险
报销范围的医疗费为852元。 闫

某诉至法院， 要求服务公司支付
其上述期间医疗费。 服务公司则
辩称入职时是闫某自己要求不缴
纳社会保险 ， 并提交 《闫某社
保、 医保情况说明》 为证。

法院认为，虽然《闫某社保、
医保情况说明》中载明“闫某由于
个人原因不在服务公司缴纳社会
保险， 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
律及经济责任”，但为闫某缴纳社
会保险是服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的法定义务， 不因闫某签署该情
况说明、不要求其缴纳而免除，判
决公司支付闫某符合医疗保险报
销范围的医疗费852元。

法律解析
社会保险具有国家强制性，

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的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 非因不可抗力
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即便
劳动者申请或双方协商一致不缴
纳社会保险， 也不能免除用人单
位的依法缴纳、代扣代缴义务。

本案中， 服务公司未为闫某
缴纳社会保险， 致使闫某无法享
受医疗保险待遇， 则相应费用应
由用人单位负担。

未经协商调岗降薪须补
足相应工资差额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
30日期间， 梁某担任某信息科技
公 司 法 务 总 监 ， 月 基 本 工 资
13333.6元， 绩效考核工资3333.4
元。 2014年1月1日起被公司调岗
为公关专员， 基本工资7200元 ，
绩效考核工资1800元， 调岗原因
为梁某未完成公司分配的任务，
2013年绩效考核未达标。 2014年
2月10日， 梁某诉至法院， 要求
公司向其支付2014年1月1日至1
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

法院认为， 梁某2014年1月1
日至1月31日期间工资出现差额
的原因为信息科技公司对其作出
调岗调薪， 但公司未提交充足有
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就调薪事宜已

达成一致意见， 且梁某明确表示
不认可调薪， 故判决公司仍应按
照梁某的原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差
额7667元。

法律解析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以及劳

动报酬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对其变更即是对劳动合同履行内
容的变更。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变更劳动合同应符合两
个要求， 一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协商一致， 二是采用书面形式。

本案中， 信息科技公司未提
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就调薪事
宜与梁某进行协商并已达成一致
意见， 故其单方调薪的行为缺乏
相应的法律依据。

单方解聘员工还不通知
工会属于违法

朱某于2004年8月20日到某
客运公司担任驾驶员 ， 双方于
2010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2016年6月21日 ， 客运
公司向朱某发送调岗通知， 将其
换至其他车队工作， 朱某明确表
示不同意。 其后， 客运公司又向
朱某邮寄通知， 要求其必须到岗
工作， 朱某仍不同意。

2016年6月28日 ， 客运公司
以朱某连续旷工7日为由， 单方
解除与朱某的劳动合同。 朱某诉
至法院， 要求客运公司支付其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认为， 客运公司对朱某
进行路线调整的依据并不充分，
朱某未到新车队工作不能认定为
旷工， 且客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
明其与朱某解除劳动合同已事先
通知工会， 客运公司的解除行为
构成违法解除， 故判决其支付朱
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8
万元。

法律解析
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未按照 《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
知工会， 劳动者可以以用人单位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
单位支付赔偿金。 换言之，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时不
仅需具有合法性事由， 还需履行
事先告知工会的程序义务。

本案中， 客运公司的解除事
由无法律依据， 亦未事先告知工
会， 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法律后果。

以不交接工作为由拒开
离职证明需赔偿损失

王某于2012年7月9日入职某
科技公司担任人事专员， 2015年
5月15日， 科技公司向王某送达
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但一直
未向王某出具离职证明、 办理档
案转移手续。

王某诉至法院， 要求科技公
司向其出具离职证明并支付其
2015年5月15日至2015年7月28日
期间因未出具离职证明、 未转移
档案造成的经济损失。 科技公司
则辩称王某在离职后并未配合公
司办理工作交接， 未申请办理档
案转移手续。

法院认为， 科技公司在双方
劳动关系解除后未依法为王某出
具离职证明、 未依法为王某办理
档案转移手续的行为必然会对王
某的就业或办理失业登记产生不
利影响， 故酌定判令科技公司支
付未为王某出具离职证明及延迟
转档造成的经济损失2800元。

法律解析
向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并不

以劳动者办理工作交接为前提条
件，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劳动合
同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
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本案中， 科技公司未在法定
时限内为王某出具离职证明、 办
理档案转移手续， 给王某造成一
定损失， 由此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为员工如何维权支招儿

养生馆火疗致烫伤能获得赔偿吗？


